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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尚伃

“科技、人才、资本”，当前已成为证
券行业的重点发力方向。其中，科技正
在重塑传统金融服务生态，证券公司运
用金融科技推动业务创新的时代已经
开启。

随着金融科技与证券业加速融合，
多数券商都已将金融科技视为“核心竞
争力”之一。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
目前已有24家上市券商披露2020年信
息技术投入情况，合计投入高达114.48
亿元，其中23家投均入超1亿元。

对此，粤开证券首席海外市场分析
师、非银金融负责人李兴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0年券商
业绩一片向好，多家券商也持续加大了
金融科技方面的投入，主要原因在于行
业发展趋势、监管支持创新、疫情防控
三方面原因。”

23家券商
去年信息技术投入均超1亿元

从24家上市券商目前披露的2020
年年报信息技术投入情况来看，头部券
商由于资本实力雄厚，投入相对较大。
华泰证券、国泰君安的信息技术投入均
超 10亿元，分别为 17.65亿元、12.27亿
元。还有 8家券商的信息技术投入均
超过 5亿元，分别是：招商证券（9.94亿
元）、广发证券（8.9 亿元）、海通证券
（8.75亿元）、中信建投（7.78亿元）、国
信证券（7.53亿元）、申万宏源（5.96亿
元）、东方证券（5.36 亿元）、兴业证券
（5.03亿元）。

对于去年券商信息技术投入的增
加，粤开证券首席海外市场分析师、非
银金融负责人李兴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证券行业逐
步向智能化数字化发展，财富管理和公
募基金投顾等新兴业务均对券商信息
系统提出更高要求，证券公司对科技创
新的投入不断增加，利用数字化渠道构
筑平台化、体系化的财富管理服务新模
式，同时借助大数据分析挖掘客户需求
和匹配业务机会，丰富的数字化实践有
利于财富管理行业实现降本增效、客户
群延展、升级客户体验和控制风险等效
果。国际领先金融机构的发展也表明，
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推动业务转型
是证券公司业务发展最为重要的战略
选择之一。”

同时，2020年 7月份，证监会发布
的《关于修改<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
>的决定》，优化了信息技术投入的评
价方式，以更好地体现证券公司对信息
技术投入的重视程度。

上述 24家上市券商中，有 23家加

大了信息技术投入金额。招商证券在
2019年的信息技术投入为 6.53亿元，
而到了 2020年投入增加至 9.94亿元，
同比增长 52.22%，也是目前投入增幅
最高的。据记者了解，2020年招商证
券加大金融科技的应用，创新推出微信
小程序，通过小程序销售金融产品规模
超过1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券商新的分类评
价指标体系下，不少上市券商去年信息
技术投入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也在
不断提升。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
第一创业2020年信息技术投入金额占
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的比重最高，为
10.11%。同时，2020年上市券商中，信
息技术投入金额占上一年营业收入的
比 例 超 7% 的 券 商 还 有 华 林 证 券
（9.07%）、国联证券（8.96%）、招商证券
（7.33%）、兴业证券（7.24%）。

“政策的助推，体现出监管层鼓励
券商在金融科技领域加大创新力度的
意图。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业的
融合日益加深，金融科技正在快速创
新、应用和推广。部分券商前瞻性地布
局先进科技平台，为公司带来成本优
势、运营效率提升、控制风险并保障信
息安全，帮助公司实现规模化和差异化
发展。”李兴向《证券日报》记者解释道。

更重要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催生金
融服务线上化需求，为证券行业数字化
和智能化转型发展提供了契机。

对此，李兴也向记者表示：“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券商部分线下业
务无法开展，部分证券公司在疫情防控
中不忘加强为客户服务，支持线下展业
转向线上，保障App、PC客户端、非现

场开户、投顾服务平台、CRM 和展业
App等各外围平台平稳运行，加强线上
产品培训，开展投顾直播等线上服务。
券商线下展业转向线上在提升客户体
验同时，也提升了对自身信息系统技术
要求，这也是部分券商加大信息技术投
入的原因。”

金融科技
是券商财富管理转型推进器

在真金白银的投入后，券商也收获
了“产出”。

从金融科技赋能券商业务转型成
效来看，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经纪
业务方面，截至2020年12月底，华泰证
券App“涨乐财富通”累计下载量突破
5800万，月活数已突破911万。投行业
务方面，广发证券去年全新升级的新一
代投行业务管理系统，实现了投行全业
务品种、全生命周期的线上化管理和关
键点数字化管控。海通证券建成了公
司首个区块链金融平台，已应用超过十
多个业务场景，累计上链量超过100万
笔，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应用场景
超过240个。

目前，将金融科技融入发展战略已
成为行业趋势。2014年，互联网证券
的兴起推动了证券业格局的变化，发展
至 2021年，金融科技迎来了迅猛的发
展。

未来，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将重塑
证券行业业务运营模式与服务生态，当
前证券行业正积极寻找从通道业务向
财富管理转型的突破口。对此，李兴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国内证券

行业财富管理转型逐步提速，而金融科
技是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重要推进器，
在客户分类分层和开展智能投顾等财
富管理各个业务步骤均发挥较大作
用。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深挖数据
潜在价值，为客户提供全方位财富管理
服务，是证券公司实现数字化转型、打
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金融科
技的广泛应用在助力证券公司实现降
本增效的同时，也将助推证券行业向多
元化的财富管理模式转型。”

但是，当前券商在金融科技方面
的发展中，信息化系统建设仍占主
流。对此，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
磊博士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券商在金融科技方面，主要
是提升信息技术水平和在部分领域的
加强，比如投顾、大数据、云计算、存证
等方面。在交易和产品设计方面，证
券行业的科技创新相比银行、保险要
受到更多监管制约，数字资产品类很
少，也缺乏交易和风控基础设施的支
持，比如区块链在ABS上的应用，都还
需要一段时间。”

“随着 coinbase等数字资产交易平
台上市，券商可以研究数字资产产品的
交易和风控架构，监管部门或许可以加
快开发金融科技适用的监管技术和系
统，在沙箱实验方面增加数字资产交易
项目。”郑磊进一步向记者解释道。

此外，2021年以来，券商加码金融
科技再进一步。2月26日，天风证券董
事会同意公司对组织架构作出调整，信
息技术中心更名为金融科技中心。通
常来说，券商组织架构的调整与公司重
大经营战略调整等因素息息相关。

上市券商“重金”投向金融科技
24家去年信息技术投入累计超114亿元

本报记者 李 冰

目前，智能化、数字化、无人银行
等成了银行体系热词，数字银行建设
成为银行转型的焦点，而手机银行无
疑是检验转型成果的关键指标之一。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去年年报
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六大行手机银
行客户数总计已超 16 亿户（累加计
算，不考虑一人多户情况，下同），工
行、建行、农行分列前三。同时，《证
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六大行对手机
银行业务发展可谓下足了功夫，多家
银行正加速推进手机银行与物理网
点“融合式打通”。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早些年银行更着重在银
行卡及网络PC端发力，但近几年随着
用户习惯及科技的不断变革，手机银
行及无卡化时代正在来临，大力发展
移动手机银行是顺应技术变革的趋
势，也是掘金新零售消费领域最重要
的载体。”

工行、建行、农行
手机银行客户数分列前三

从年报信息具体来看，工商银
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分列三家手
机银行个人客户总数前三，总计已超
10亿户。工商银行披露，个人手机银
行客户突破 4.16亿户，据披露，目前
工商银行通过手机银行扫码代替银
行卡可在网点办理92项业务。

建设银行在 2020年末个人手机
银行用户 3.88亿户，较上年增加 3718
万户，增幅 10.60%，全年月均月活用
户数达 1.28 亿户；交易量 474.95 亿
笔，交易额80.65万亿元。

农业银行掌上银行，个人掌银客
户达 3.6 亿户，较上年末增长 0.5 亿
户；交易金额达 75.96万亿元，同比增
长22.8%。

另外几大行中，邮储银行截至报
告期末，手机银行客户达到 2.99 亿
户，管理零售客户资产 (AUM)达到
11.25万亿元。中国银行完成手机银
行四大频道全面改版，年末手机银行
客户数达到 2.11亿户，全年交易金额
达 32.28 万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6.44%和 14.14%。交通银行报告期
末，手机银行月度活跃客户数(MAU)
3102.90万户，全年增长 39.88%，手机
银行App金融场景使用率和非金融场
景使用率分别为84.70%和38.23%。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从六大行年报手机
银行数据来看，数字化已经具有规模
效应。手机银行是商业银行构建数
字化平台的核心渠道入口，而手机银
行运营成果直接体现出银行的平台

战略、技术、产品、品牌等各方面综合
实力。

手机银行与物理网点
“融合式打通”提速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六大行
年报中对于手机银行业务发展下足
了功夫的同时，多家银行表示正加速
推进手机银行与物理网点“融合式打
通”。

工商银行表示，加快推进手机银
行与物理网点两大金融服务主渠道
的“融合式打通”，构建数字业态，推
进线上线下一体化建设。

据披露，农业银行正扎实推进涉
农数据库建设，全面建立农户信息档
案，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夯实基
础。掌上银行发展提速，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运用，为产品创
新、智慧营销、智能风控等提供了有
力支撑。

建设银行2020年创新智慧办、建
行到家等便捷式服务模式，增强线上
线下协同能力，实现28项柜面业务通
过手机银行APP 调取账户二维码代
替实物介质办理，75项产品实现“线
上下单、集中处理、实物配送、服务到
家”。

邮储银行正在线上，打造“金融+
生活”服务双引擎。依托数字化转
型，加快网点智能化改造，持续优化
以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为主的电子渠
道体系。发力“金融+生活”场景化金
融模式，围绕“网点+商圈”，持续丰
富“收单+”内涵，进一步促进“线上+
线下”渠道融通，延伸服务触角。

交通银行则表示，将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从界面展示、业务功能、系统
性能、产品种类等维度精细打磨，持
续迭代手机银行，提升客户体验。

中国银行推出“千人千面”深度
个性化服务，线上渠道积极把握银行
数字化发展趋势，贯彻“移动优先”策
略，大力拓展线上渠道，持续迭代升
级手机银行，推动线上业务快速增
长。根据用户标签和点击行为，提供

“千人千面”深度个性化服务。
于百程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

商业银行加速数字化转型步伐。未
来，手机银行会成长为超级App，集合
了银行所有的业务和场景，几乎所有
业务都可以在手机银行办理，背后有
强大的数字化系统提供支撑。另外，
手机银行的各类业务也通过API等方
式嵌入到各类外部场景中，实现业务
的开放化。

陈文对上述说法表示认同，并进
一步指出，手机银行作为重要的载体
工具，对银行机构重要性不言而喻，
预计未来银行机构会在无感金融服
务及无卡化金融服务方面持续发力。

“坐拥”总计超16亿手机银行客户
六大行线上线下“融合式打通”提速

本报记者 张 颖

作为A股市场风向标和价值投资
的引领者，社保基金、QFII等机构投
资者的动作备受关注，随着上市公司
年报的逐步披露，上述机构投资者的
最新持仓情况也逐渐浮出水面。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统
计发现，截至 4 月 15 日，在已披露
2020 年年报业绩的上市公司中，有
258家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出
现了社保基金的身影。具体来看，51
家公司被社保基金新进持有，90家公
司被增持，合计 141家公司去年四季
度被社保基金新进增持。另外，42家
公司持仓未变，75家公司被社保基金
不同程度的减持。

与此同时，可以看到，共有 207
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出
现QFII的身影。其中，新进增持 135
只个股，21只个股持仓未变，51只个
股的持仓数量出现不同程度的减
少。

进一步梳理发现，共有59家上市
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同时出现
社保基金和QFII身影。

对此，私募排排网资深研究员刘
有华告诉《证券日报》记者，社保基金
和QFII的投资风格主要是投资周期
较长，风险意识高，理念成熟，追求的
是长期稳健的复利回报。基于上述
特征，社保基金和QFII往往倾向于选
择成长确定性较高、分红高或者估值
上有着足够安全边际的标的进行长
线布局。

众所周知，机构的操作风格是拥
抱龙头、长期持有。记者通过梳理发
现，上述59只被两大机构同时拥有的

个股具有三大特点。
首先，业绩普遍较好。据统计发

现，上述59只个股中，有48只2020年
年报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达
81.36%。其中，可立克、北新建材、博
汇纸业、新强联、迪安诊断、奕瑞科
技、瑞普生物等 7家公司净利润同比
增长均超100%。

其次，四大行业受机构青睐。从
申万一级行业来看，上述 59只个股，
主要扎堆在电子（9家）、医药生物（9
家）、电气设备（5家）、机械设备（5家）
等四大行业。

第三，股价表现相对较强。4月
份以来截至 4 月 15 日，大盘呈现出
震荡回落格局，上证指数月内累计
跌 幅 达 1.25%。 在 上 述 59 只 个 股
中，有 32 只个股跑赢同期上证指
数。其中，华熙生物、玲珑轮胎、爱
婴室、华菱钢铁、拓邦股份、安井食
品等 6只个股，月内累计涨幅均超达
10%，尽显强势。

壁虎投资总经理张增继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作为稳健机构投资者，
社保基金和QFII都很重视风险，但也
把目光投向重研发、高附加值的可长
期投资的上市公司。如果可以坚持
做到低估值时买入，长期持有，是具
备投资价值的。

对于后市，金百临咨询分析师秦
洪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短线A股市场进一步下跌空间并
不用过于担忧，短线反抽或一触即
发。在操作中，建议市场参与者一方
面看金融股是否迅速企稳，另一方面
是积极跟踪网络安全、新能源动力汽
车、啤酒、钢铁等产业景气度较高的
相关领域的龙头品种。

社保基金和QFII持有59只个股
彰显三大特征

本报记者 彭 妍

今年以来，部分城市银行二手房贷
款“暂停接单”的风声不时传出。

近日，市场传言称广州部分网点暂
停了二手房贷业务。除此之外，《证券
日报》记者调查获悉，个别二三线城市
房贷不仅利率有上浮，甚至有暂停受理
二手房房贷业务的情况。

“额度控制的很严，放款时间至少
要三个月到六个月。”不少银行工作人
员对记者表示：“我们行也只与指定的
一两家中介公司进行合作。”

多地房贷收紧

根据融360监测数据显示，全国重
点城市的房贷利率整体水平进一步上
涨。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对全国 41个
重点城市 674家银行分支机构房贷利
率的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 2月 20日
至 2021年 3月 18日，全国首套房贷款
平均利率为5.28%，环比上涨2BP；二套
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57%，环比上涨
1BP。

据《证券日报》记者调查，重庆市多
数国有银行首套房利率均上调。例如，
某国有大行调整前，房贷利率为：首套
房LPR(4.65%)+60个基点，即5.25%；二
套房LPR+80个基点，即5.45%。调整
后，该行房贷利率为：新房首套房LPR+
70个基点，即5.35%；二手房首套房
LPR+75个基点，即5.40%；新房二套房
LPR+90个基点，即5.55%；二手房二套
房LPR+95个基点，即5.60%。

另一家国有大行客户经理向记者
透露：“我行已经接到通知，房贷贷款利
率从5月1日开始上调。”

无独有偶，记者调查广东地区发
现，除热点城市有利率上调现象外，惠
州、梅州等城市银行房贷利率也有不同
程度上浮。记者从某国有行个贷经理
口中得知，该行的房贷利率近期已经上
调，目前首套和二套房利率上调之后均
在6%以上。

同时，贷款额度紧张、排队放款
已成为部分银行普遍现象。《证券日
报》记者分别致电咨询了部分银行，
发现房贷业务受额度影响已进入排
队等候办理状态，少数银行分支行暂
停新增二手房房贷业务受理，恢复时
间未知。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无锡某股份
制银行支行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表
示：“不接受二手房的贷款了，因为没有
额度，之前审批通过的购房者正在排队
等待放款，而且等待时间会加长”。

“受政策的影响，额度控制的很严，
目前主要采取预约制，预约之后才可以
受理，而且放款的时间比较久，在抵押
登记办妥之后至少要等三个月到六个
月。”广东惠州某国有大行支行的个贷
专员对记者表示。

房地产行业贷款增速放缓

事实上，目前，多家银行出现额度
紧张甚至暂停放款的现象，房贷利率也
出现上涨，充分显示了房贷集中度管理
新规的威力。

今年，房贷集中度管理新规的下
发，使得各银行去年的房贷占比情况备
受市场关注。部分相关数据也在近期
的银行年报中披露，根据披露情况看，
不少上市银行房贷占比“踩红线”，面临

调整压力。也有部分银行占比未超过
监管上限，但与监管上限较为接近。

央行数据显示，2020 年人民币贷
款增加 19.63万亿元，同比多增 2.82万
亿元。具体到各家银行而言，贷款总额
大多保持 10%以上的增速。记者注意
到，在总体贷款规模大幅上涨的同时，
房地产行业贷款总额增速相对而言有
所减缓。

建行的年报显示，2020 年建设银
行新增人民币贷款1.76万亿元，贷款余
额 16.79万亿元，无论是贷款余额还是
贷款新增数据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
平。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5.83万亿
元，增幅 9.91%。此外，房地产开发类
贷款余额4727.28亿元，较2019年增加
764.25亿元。

多家银行管理层在业绩说明会上
和年报中透露了当前房地产信贷情况
及未来发展方向。多位银行高管重申，
今年将坚决落实监管部门房地产调控
的政策，持续加强房地产贷款的管控力
度。与此同时，今年在涉房贷款流向
上，将优先支持重点城市优质房企及购
房刚需群体。

建设银行副行长吕家进指出：“总
的来说，过渡期较为充裕，新规对贷款
规模增长的影响比较小，存量超标的部
分我们会逐渐消化。对于个人住房贷
款，优先支持刚需群体，满足人民群众
合理的一般住房需求和住房改善需
求。”

今年涉房贷款调整力度将加快

对于近期部分城市部分银行房贷
额度收紧，出现房贷利率上调、暂停受
理房贷业务等现象。中原地产首席分

析师张大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房地产调控的核心是银行。
从 2020年看，房贷相对宽松叠加部分
经营贷进入楼市，导致了这一轮持续一
年多的房价上涨，特别是一二线热点城
市，房价上涨明显。但随着经济的恢
复，信贷供应量逐渐开始回归常态，房
贷有所收紧以及经营贷严查便成为了
2021年以来的主要特征。

他认为，目前来看，大部分银行的
房贷依然正常发放，只有广州等少数
查经营贷严格城市房贷额度相对紧
张。整体看，房贷利率主流还是平稳
的，部分城市部分银行的收紧，主要是
因为经营贷严查下，按揭房贷的需求
增加，凸显房贷供应不足，导致房贷利
率上行。

央行近日公布的 3月份和一季度
信贷数据显示，同期居民户中长期贷款
依然是刷新历史记录的。3月份新增
信贷数据显示，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
主的居民中长期新增信贷显著超出季
节性，当月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 6239
亿元，环比多增2126亿元，在基数抬升
背景下，同比仍多增1501亿元。

不过，有银行业内人士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还是政
策原因，在房贷集中度相关新规颁布
后，各地开始收紧房贷的审核与发放。
一方面，供给端骤然收紧；另一方面，需
求端持续存在，因此房贷利率将呈现出
上升之势，后续规模将平稳增长。

“可能采取审核手段变严、放贷周
期变长、密切监测贷后状况等方式。监
管压力下，房贷额度十分有限，未来投
放的节奏将会趋缓。”被问及未来商业
银行可能采取的调控方式，上述银行业
内人士告诉记者。

部分城市银行二手房贷款“暂停接单”
房贷利率上浮最高达6%以上

聚焦金融机构科技投入


